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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步学会胸外心脏按压

①让患者仰卧躺平；②左手掌根

部置于病人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处，右

手掌压在左手背上，双手交叉互扣；③

上身前倾，以掌根垂直用力，将患者的

胸骨下压5～6cm。然后放松，按压和

放松时间各占50%；④胸外按压每分钟

100～120次，连续按压30次后，人工呼

吸2次。 @人民日报

一杯杞菊茶，拯救你疲劳的眼睛

每天盯着电脑七八个小时，眼睛干

涩成了电脑族的通病。为大家推荐一

个养眼的小药茶——杞菊茶。每次取

枸杞子 8~10 粒，菊花 5~6 朵，加 300 毫

升热水浸泡代茶饮。黄菊花擅于疏散

清泻，适合视疲劳时眼睛酸胀有分泌物

的情况，白菊花养肝阴作用较强，适合

眼睛干涩没有眼泪的人。@生命时报

非 常道

俞敏洪：北大今天在衰退
中国大学教育还处于失败阶段

5 月 8 日，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

在国际化学校行业年会上称，北大

的今天在衰退，“当然这次林校长读

错字也引起轩然大波，实际上现在

北大学生更多关注怎么找好工作，

而不关注用什么精神传承中国文明

和世界文明。” @北京时间

纪念地震可以，消费灾难不行

＞

▋宋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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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经济”如何避免“昙花一现”
▋苑广阔

热点 冷评

近日一摄影公众号称，

为纪念10年前的一次地震，

特推出一场名为“废墟中绽

放”的摄影活动，称要利用

摄影中常用的对比方式，让

地震后的废墟与现代味十

足的美女碰撞出“火花”，缴999元即可报

名参与拍摄。此帖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质

疑这个活动借机消费灾难。专家表示，此

举并未违反法律，但从道德层面上讲并不

妥当。（5月8日《北京晨报》）
举办一次地震纪念活动，是为了让逝

者安息、生者坚强，但如果这种活动看重

商业利益，就会让整体性质变味。

首先，借用灾难来营销，暗藏的意思

就是“只要举办了活动，就算是一种纪

念”，另一层意思就是“反正灾难都已经发

生，借势营销何乐而不为”。如果换位思

考一下，这种营销只会适得其反。

其次，灾难的发生，对遇难者家属来

说是一个无法抹去的伤疤，而企业在这段

时间大搞营销，势必就会给家属造成二次

伤害。别的不说，单是让一些现代味十足

的美女站在废墟里拍照，就让人觉得特别

刺眼。要知道，在废墟和逝者面前，应该

保持一种肃穆和敬畏，而不是堆砌各种五

颜六色、花枝招展的装饰物，尊重死者，就

是最大的善意。

面对灾难，善意和恶意之间，常常就

只有一线之隔。而最终性质是否改变，就

是看企业有没有一条价值底线，有的具有

良知，可能就会将品牌公益和社会责任联

系在一起；有的缺乏道义，通常就只是借

助灾难吆喝赚钱。

通常，借势营销并无好坏之分，但有

的势能借，有的势却不能借。即便企业推

出活动的出发点很好，但也要分清孰轻孰

重。就好比商业行为和公益之间有着明

确的界限一样，借势营销也同样不能逾越

底线。即便企业最终提供了帮助，起到沉

痛反思灾难的作用，也不能将爱心和商业

捆绑在一起，否则，就是一种“假慈悲”。

需要强调，在任何事件当中，尤其是对

于灾难这些特殊事件，人的价值往往都要

比商业价值更重要。因为对人们情感需求

的尊重，是一切营销行为的前提，如果不能

满足这一要求，那就请不要随意发声，保持

沉默，有时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尊重。

大学毕业季
要倡导理性消费

▋祝建波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大学最后

一次了，放纵一下也无妨。”随着一年一度的毕

业季临近，即将离校的大学生们在写论文、找

工作之余，也开始张罗着用毕业旅游、毕业写

真、散伙饭等方式纪念即将逝去的青春时光。

旅游必须去国外，拍写真要请摄影师跟拍，还

有数不清的聚会。记者调查发现，今年毕业季

一些毕业生过度消费的势头有所增长，毕业季

也成了“烧钱季”。（5月6日央广网）
诚然，大学生活即将结束，朝夕相处的同

学们各奔东西、天各一方，以后见面机会肯定

较少。从情感角度讲，大家在毕业前夕聚一

聚、乐一乐、聊一聊，谈友谊、谈人生、谈未来

……本无可厚非。然而，毕业季成了“烧钱

季”，这就有失理性了。

众所周知，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并无经济

收入，其支出大多来自家庭，其中还有并不富

裕的家庭，甚至有人透支信用卡、网贷进行消

费。如果聚餐过于频繁或过于高档奢侈，不仅

会加重家庭经济负担，造成互相攀比的不良消

费习惯，而且大吃大喝也不利于身体健康，如

果醉酒还可能会成为安全隐患。如此“致青

春”，不仅“太任性”，而且还变了味。

笔者看来，大学毕业，不过是人生中的一

次短暂分别。聚餐、旅行等虽然是大学生之间

联络感情的一种载体，但绝不是唯一的选择。

表达同学情谊的方式有很多种，不应该只剩下

任性消费这一条路。大学生们在毕业消费时，

一定要懂得适可而止，大胆对自己不能承受的

人情开支说“不”。同时，高校也要针对毕业生

的心理特点，加强毕业生心理疏导，教育和引

导大学生毕业消费应该从长远角度考虑，帮助

其树立正确健康的消费观念，从而能轻轻松

松、快快乐乐地走向社会。

红的像火，

粉的像霞，白的

像雪……眼下正

是神州大地最美

的时节，绿草如

茵、百花齐放，人

们 纷 纷 走 出 家

门、踏青赏花，各

地竞相上演赏花

盛宴。游客们在

旅游休闲活动中

充分享受美好生

活，也带火了景观设计、自驾旅游、农家乐和民宿等大量产业，使“赏花

经济”进一步升温。（5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现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乡村居民，都开始重视“赏花经济”，并

且开始举办各种各样的“桃花节”“杏花节”“梨花节”来扩大影响、招揽

游客。但在一片红火的背后，“赏花经济”也面临着现实的危机，出现了

后劲不足，甚至是“昙花一现”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多数观赏性花卉

植物花期有限、季节性强，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产业链单一、同质化竞争

严重等问题。

这样一来，就会导致两种结果：其一，花卉集中、大量开放的时候，

当地游客如潮、摩肩接踵，但是十天半个月的花期一过，就“门前冷落车

马稀”；其二，因为当地只有花卉可以观赏，缺乏其他旅游产品、项目的

支撑，很多游客来了之后看看花、拍拍照就走了，既不在当地吃饭，也不

在当地住宿，导致地方旅游效益差强人意。而越是这样，不管是村民、

村集体还是基层政府，都不愿意加大投入，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赏花经

济”难以做大做强。

这说明，简单粗放的“赏花经济”已经无法满足游客对赏花活动高品

质、多元化的现实需求与心理期待。笔者以为，要改变现状，首先要科学

选择花卉种类，注意季节搭配，以不同的花卉品种来延长赏花期；其次要

在分析当地自然和气候条件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尽量选择一些

适合当地种植、与本地文化联系紧密以及观赏性与经济附加值俱佳的品

种进行栽培和后续加工；最后，以花为媒，围绕“赏花经济”发展周边产业，

丰富旅游产品，进行更为多元化的产业探索，推动“赏花+”模式拉长整个

产业链，把“赏花经济”和乡村旅游、乡村休闲进行无缝对接。

一阵“蜂”王恒/漫画


